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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世博会首次设立城市最佳实践区，作为交流、分享、推广的平台，通过全球有代表性的城

市实物案例，展示与探讨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途径。基于对都市住宅即城市高密度住宅生活方式的思考，并

经国际遴选，上海案例——“沪上·生态家”（图1）、“公共廉租屋的创新试验”的西班牙马德里案例和

“零能耗生态住宅发展项目”的英国伦敦贝丁顿案例共同构成宜居组团，实物展示于城市最佳实践区北部模

拟街区，体现建成环境的科技创新。 

自然之道——解读沪上·生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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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上海案例——沪上·生态家根植本土，师法自然，从传统民居中提炼、强

化低技应用的可实施性与易推广性，从城市固废中实现资源回用，综合风、光、影、绿、废等生态元素，进

行构造与技术设施的一体化设计，展现绿色宜居生活建成实现的成果与发展趋势。

本土特征 低技实现 资源回用 建筑一体化

图1  鸟瞰

“全覆盖”的绿色视野
——信息通信馆低碳策略
Full Covered Green View:  

Low-carbon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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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世博会永久性建筑，沪上·生态家立足本土特征，关注上海中心城

区1.55万人/平方公里的高密度人口生活方式的改变，兼顾世博会展示功能与住宅

生活特征的体现，绘形于上海地区常见的青砖、白墙、坡屋顶，以传统的家素面

示人，藏意于地域生态技术手段、建筑创新及实施，隐设备、设施于大形之内，

提神于居家生活的现实回顾和未来展望，启科技改变生活之宜居模式（图2）。其

中的思考不仅包括70%成熟技术与30%前瞻技术的运用，更着重强调普适而推广

至新建住宅建设与旧区改造中来。

形

绘形，不是假古董般简单复原江南民居外形外貌，更不是树祖宗旗哗众取

宠。生态住宅设计不同于一般建筑设计，也不同于一般生态建筑设计。设计之

初，对于当地文化与生活传统考量之重，气候特征与地域特点研磨之深，传统民

居中生态经验汲取之度，居民生活习俗感悟之诚，均入木三分。不同气候分区

中的传统民居可见明显的差异性，体现出不同的生活哲学，相应表现出不同的

“形”（图3，4）。

位于夏热冬冷气候分区中的上海地域民居，取当地材料为青砖，用白灰刷饰

冷巷、天井等外墙体，增加漫反射照度，依托坡屋顶汇雨水入庭院。此外，将随

处可见的里弄、老虎窗、山墙、天井、花窗等上海地域传统建筑元素，至耳熟能

详的穿堂风、自然光、自遮阳、立体绿、再利用等地域生活生态语汇，进一步抽

象为风、光、影、绿、废等生态元素。

形之后，必藏意，意传神。沪上·生态家素面示人，平和而静谧，讲述的是

自然之力的低技应用，而非彰显机械高科技的视觉张力，其后透着临水而居、花

鸟虫鱼的水乡情怀，更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想想主题为“自然的睿智”的

爱知世博会，看看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沪上·生态家

生态技术与文化价值认同的一体化与生活化，给了“城市”课题更多新的实践与

思考。如南立面整合“呼吸窗”、光伏发电栏板等构件进行模数化设计，工业化

预制生产，形成错落有致的凹进阳台，建筑自遮阳效果显著；再结合立面拼装绿

化，形成富有韵律的建筑效果。同时，预制生产可缩短生产周期，控制质量并减

少建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呼吸窗”窗楣用再生石灰石模制传统民居中的冰纹

肌理（图5）。又如建筑外墙为旧城拆迁中拖走的老石库门砖，经简单处理后砌筑

成 “呼吸墙”。夏季可阻隔阳光辐射热，并通过墙间腔体内的空气对流，形成烟

囱效应，带走热量。冬季经由墙间腔体空气层蓄热，降低建筑热损失。用现代建

筑语汇再塑传统精神之形，正是希望实现生态技术与本土文化价值信息的双重传

导，促使更多关于生态的思考，其中不乏文化生态。

图2  室内一层平面（摄影：沈忠海）

图3  西南立面（摄影：沈忠海）

图4  东北立面（摄影：沈忠海）

图5  模数化设计，工业化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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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藏意，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唱复古风、打文化牌，也不是挖地三尺、突发奇想，唯技术论、

求新求异。生态住宅，首先是建筑，其后是居住建筑，再后是符合一定地域生活习俗的居住建筑。将技

术产品“广告”似的排布在脸面上的生态住宅设计是可笑的，不问区域言必墙有多厚、穿衣戴帽、与世

隔绝“病号”似的生态住宅是可悲的，没有建筑师的生态住宅设计是可怕的，缺少建筑实践与创新、行

必“忽悠”的生态住宅设计师是可恶的。

风——“自然之道，神道之始”。沪上·生态家重在师法自然，融合国人传统生活，与自然相

通，结合时代科技，引自然之源入室。其中，强调风导向，用“生态核”、“呼吸窗”、“导风墙”

等讲述自然通风技术的历程以及取风于自然的过程。建筑北侧根据流体力学气流分析，设计嵌入“生

图6  风

图8  光

图7  生态核内景1（摄影：沈忠海）

图9  坡屋面新能源构件建筑一体化（摄影：范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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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核”形成竖向自然通风热压拔风道。高出屋面的“核”顶侧向设计可开启窗，与由

屋面竖轴静音风力发电系统供能的机械拔风风机联控，增加自然通风效率。“生态

核”中依据旋转向上的风流导向，设计单元式模块种植绿化，提升气流运动趋势，起

到过滤净化室内空气的作用。两端的势能回收电梯与可变速电梯，在上下运动节省能

源的同时，活化“生态核”中的气流运动。“生态核”侧屋面设计开合屋顶，可根据

外部气候条件控制其开闭。建筑设置多路横向贯穿风道，在“生态核”的自然驱动

下，穿堂风通风效果更加显著。底层挑空等候区抽象于弄堂空间，并有角度地朝向宜

居案例群组团道路斜筑一道导风墙，形成通风道。南立面设计研发适合多种气候条件

通风的“呼吸窗”，并在不适合自然通风的伏夏形成系统性遮阳窗，在不适合自然通

风的隆冬成为蓄热腔（图6，7）。

光——强调光导入，引光于自然，控光于智能化信息系统，借光于半导体照明，

变光为电能与热水。从天井——采光中庭、老虎窗——屋顶天窗等提炼转化，更多

的是借鉴上海传统民居的自然采光手法。结合智能化信息集成管理系统，统筹自然

采光、遮阳系统，感知室内外光线，自动调控遮阳系统位置或方向，以及室内LED场

景照明系统的开启与关闭等。设计南北两侧的下沉庭院和采光中庭，引入直射光，辅

助以雨水回收景观水池面的反射光，提升地下空间的自然采光效果。南向坡屋面和南

立面阳台设置建筑一体化薄膜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可产生11kW清洁电能，同时

作为屋顶花园遮阳棚架，降低屋面直接辐射得热。南向坡屋面平板太阳能热水系统与

屋面光伏发电系统一体化设置，可制备平均日热水量900升，约占生活热水消耗量的

50%（图8，9）。

图10  影

图13  西立面墙身节点

图11  坡屋面新能源构件遮阳系统（摄影：范一飞） 图12  西立面植物墙（摄影：沈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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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强调建筑体造“影”，植物荫“影”，遮阳系统如“影”随行。“生态核”屋顶安装

追光百叶跟踪太阳角度变化而自动转变角度，一方面起到遮阳作用，另一方面局部反射环境光，

提高室内照度。西立面设计种植空腔，外层安装打孔UV涂层聚碳酸酯遮阳板，组合构成双层遮

阳系统。立面模块及屋顶花园绿化在夏季可降低直射阳光对墙面、屋面的辐射热。坡屋面结合太

阳能光伏发电板、太阳能热水板及速生竹制板条等一体化设计，形成完整的新能源运用与遮阳系

统，为屋顶花园提供具有一定视觉通透性的遮荫空间（图10 13）。

图14  绿

图18  雨水回收水池及绿化净化墙节点

图15  雨水回收水池及绿化净化墙（摄影：范一飞）

图16  雨水回收水池及绿化净化墙（摄影：范一飞）

图17  雨水回收水池及绿化净化墙（摄影：沈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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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强调适合上海地区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的选取，构成环境净化、立面遮阳、整体拼装甚至

新能源发电等在建筑的“六个面”，同时内部“生态核”形成综合绿化生物系统。依托“生态核”回收

旧钢结构空间网架，根据气流运动轨迹设计双面观单元式模块绿化，形成特定形体的半封闭腔体，强化

气流运动效果。空气净化在同时发生，如途径植物叶片、藤蔓间气流中的灰尘、有害气体等被吸附或过

滤，室内空气的局部热量被吸收等等。地面雨水经由跌水，层层落入雨水回用景观水池中。这一跌落的

过程也是水质净化的过程。雨水中的杂质等被跌水面种植的水生植物的叶片、根系逐步滤去，落入水池

后，在水体中种植的生态浮床系统的作用下，水质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图14 18）。

废——强调对上海旧房拆迁材料的回收利用以及城市固体废弃物再生和可再循环材料的综合设计

选用，倡导节材，变“废”为宝。用约15万块老石库门砖砌筑建筑立面青砖“呼吸墙”，铺砌楼梯踏

图19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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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雨水回收景观水池等。旧厂房拆迁回收的型钢经处理后拼装焊接加工成“生态核”、钢楼梯等钢

结构。建筑主体混凝土结构均采用高性能再生骨料混凝土，其中用矿渣粉、粉煤灰等工业废料代替部

分水泥，用旧混凝土取代碎石作为混凝土骨料。建筑外墙墙体采用长江淤泥空心砖和用工业废料生产

的粉煤灰空心砌块等，采用无机保温砂浆、脱硫石膏保温砂浆与相变材料复合的内外保温系统。内隔

墙均采用废弃材料再生建材，如用建筑垃圾生产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用脱硫石膏生产的轻质石膏

板隔墙、用长江口淤积粉细砂生产的蒸压灰砂砖、用粉煤灰生产的粉煤灰加气砌块等。建造现场产生

的建筑垃圾，经筛选夯实后，直接作为建筑垫层使用。尽可能选择对环境影响小、破坏少、可再循环

使用的建筑材料，如用适合江南地区气候条件的速生竹取代实木制品，用可回收的聚碳酸酯板作为立

面遮阳件等（图19）。

神

提神，不是无的放矢，自娱自乐，标榜生态，也不是好高骛远，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生态，不是

口号，也不是概念，更不是标签。中科院王如松教授指出生态有三种内涵，即耦合关系、整合学问、和

谐状态。沪上·生态家基于这三种内涵，从单体建筑引发整建适用性、构件适用性等的思考，引发工程

技术之上的系统科学与自然美学直至自然哲学的思考，希冀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秩序（图20）。

从沪上·生态家到2020年1.5亿m2的上海中心城区新建住宅量，再扩展至其他城市新建住宅，如果

能尽可能创造条件运用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及建筑遮阳等被动式措施，每年可降低的建筑能耗量以及

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可观。若结合建筑一体化设计的新能源系统和家用轻型新能源装置等主动式措施，

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就可能从单纯降低碳排放和减少能源消耗向建筑自身生产可再生能源转化，从

“低碳”逐步实现“零碳”住宅群，甚至“碳益”住宅群。再进一步强调全周期理念，在建造过程中，

通过对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与合理使用，可降低城市建设过程中对于环境的压力，甚至能优化环

境、净化环境。

图20  生态技术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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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沪上·生态家到2012年需完成240万m2上海中心城区旧里改造，面对2.3亿m2的上海现有住宅

保有量，再扩展至其他城市的既有住宅改造，如针对现有住宅多数外墙体，应用无机保温砂浆、脱硫

石膏复合保温系统，施工方便且结合度高；建筑立面使用模块整体拼装绿化，不仅提升视觉舒适度，

增添生活情趣，还提高外墙的热工性能、净化环境，同时节阳台之地；用能根据不同气候条件进行调

节的“呼吸窗”替换现有普通单层窗，可轻松实现自然通风与采光等功能的人工或智能化控制；整合

新能源兼遮阳系统一体化设计的坡屋面，结合轻型屋顶花园的合理设置，不仅能解决现有平屋面住宅

屋顶漏水、顶层住户室内温度波动大等顽疾，还可部分解决旧里供电、供暖等基础公共设施配置不足

等的困难；运用工厂预制、装配“呼吸窗”的轻型建筑功能模块或整合拼装绿化、太阳能光伏板栏杆

的预制阳台，通过自支撑或与现有住宅结构的合理连接（图21，22），在一定条件下轻松改善居住空

间，扩大使用面积。

图21  屋面模块式绿化种植（摄影：范一飞） 图22  绿化屋面与竖轴静音风力发电机（摄影：范一飞）

范一飞




